
特別寄稿

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及其思考

1)張健*

所谓“当代日本”，是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后至今的日本，大约有

66年的时间。在研究内容上，应当包括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

等方方面面，是一种综合性研究。从学科分类上讲，它既可以是历史学世界史

国别史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是历史学与国际

问题研究的交叉科学。同时，如果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涉及的学科就更

多。比如，如果研究当代日本经济，就会涉及经济史、世界经济；如果研究当代

日本政治，就会涉及政治史、国际政治等等。总之，它是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

综合性研究领域。

关于当代日本研究，今天我准备讲两个问题。一是介绍中国学者关于当代日

本研究的一些情况；二是我个人关于当代日本研究的一些思考。

关关关关关于第一个于第一个于第一个于第一个问问问问题题题题。。。。。于第一个问题。应该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开展了当代

日本的研究。当时的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时间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

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战败后日本又在美国的怂恿下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

与此同时，“冷战”将中国与日本划归为两个不同的阵营，“热战”的爆发又使中

日两国处于两个阵营斗争的前沿，形成了尖锐的军事对峙。在这种背景下，当

时中国对当代日本研究的特点是：第一，以政府对日本的论战为主，学者们几

乎很少参与；第二，政府的态度是以对日批判为主，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复

活军国主义, 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与台湾当局相勾结等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 天津社 科學院 院長.

  

 

  

          

            

          

          

         

        

             

     

           

          

          

           

    

     

          

          

           

           

           

         

  

    

       



18  日本研究 제16집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关于当代日本的研究开始起

步。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对当代日本的学术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

始的。其背景是：第一，1972年中日两国复交，1978年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

约，从而真正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开始了和平友好的历史；第二，1978年

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完成了伟

大的历史转折，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广大的日本研究人员摆脱了长期的思想

束缚，排除了障碍和阻力，迎来了科学与学术的春天。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

代初开始，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截至本世纪初，中国

的当代日本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第一，研究队队队队队伍不断伍不断伍不断伍不断伍不断扩扩扩扩扩大大大大。。。。。大。以中国日本史学会为例，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

成立之际，会员不足百人，其中研究战后日本(即“当代日本”，下同)的学者至多

不过20几人，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日本史学会的会员达到了三百余人，其中研

究战后日本的学者达到了近百人。与此同时，中华日本经济学会、中日关系史

学会等学会相继成立，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成果显显显显显著增加著增加著增加著增加。。。。。著增加。据统计，从1949年10月1日至1993年3月底全国出

版有关日本研究的著译共3529册，其中1979年至1993年3月底出版的达3157

册，占总数的89%。有关日本研究的学术杂志为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可

能。据统计，1972年以后，中国共有日本研究的杂志多达53种，1979年至1989

年13种日本研究的主要杂志上发表的各类论文达1354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第三，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强强强强强，，，，，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领领领领领域局限域局限域局限域局限。。。。。域局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中

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刚刚恢复不久，而且是在“文革”结束，现代化建设的

起步阶段，因此，在对日研究上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表现在当代日本的研究

上，就是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战后初期日本的民主改革、日本经济的高速增

长、中日关系等几个重点问题上，尚未全面和系统地展开，其目的是要通过研

究当代日本为中国现实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借鉴，正所谓“洋

为中用”。应该说，这种研究状况尽管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对于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还是对于中国的当代日本学术研究，都是一件好事，是学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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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必经阶段，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

上个世纪八, 九十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发

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持，中日关系越发重要。受中日友好关系

的影响，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至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

期，当代日本研究的主要发展和变化是：

其一其一其一其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其一，研究领领领领领域不断拓展域不断拓展域不断拓展域不断拓展，，，，，逐逐逐逐域不断拓展，逐渐渐渐渐渐由由由由“““““点点点点”””””由“点”发发发发发展到展到展到展到“““““面面面面”””””。。。。。展到“面”。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日本研

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停留在战后日本的几个重点问题上的研究的话，那么，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逐渐涉及到了当代日本的

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战后日本五十年的经济史, 外交史, 政治史和中

日关系史等著作，同时对于当代日本的社会, 日本的文化, 日本的教育等方面，

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具体

统计数据，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和

飞速发展局面，这是一个公认的客观事实。

其二其二其二其二，，，，，研究体制不断研究体制不断研究体制不断研究体制不断其二，研究体制不断优优优优优化化化化，，，，，研究人研究人研究人研究人化，研究人员员员员员的的的的视视视视野野野野不不不不断断断断拓拓拓拓的视野不断拓宽宽宽宽宽。。。。。。从研究体制上说，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专业日本研究机构还很少，仅有的研究机构大多

是研究日本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分散在各个系，外语系

是研究日本语言与文学, 历史系有个日本历史研究室研究日本历史, 经济系有研

究日本经济的学者。其他高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这些单独研究某一方面的研究机构逐渐调整和组合，在各个高校形成了较

为综合的日本研究中心或日本研究所，对日本政治, 经济, 外交, 文化等进行综

合性的研究。进入本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即由单纯的日本研

究逐渐演变为更加综合性的地域研究或国际研究。比如，在这一时期，各高校

纷纷成立了东北亚研究院(所), 东亚研究院(所), 亚太研究院(所)，以及国际经济

研究院(所)或世界经济研究院(所)。应该说，由单纯的日本某一个方面的研究，

到综合性的日本研究，再到地域性的或国际性的研究这一发展历程，这不是简

单的研究体制的调整，它表明中国对日本研究的不断深化和进步。因为，日本

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历史学科也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

能想象，在没有其他学科支撑的情况下，单纯地进行日本历史或日本经济等某

一个单方面的研究。同样，日本政治是与国际政治紧紧相连的，日本经济是与

  

 

  

          

            

          

          

         

        

             

     

           

          

          

           

    

     

          

          

           

           

           

         

  

    

       



20  日本研究 제16집

世界经济紧紧相连的，与东亚, 东北亚, 亚太地区等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密

切，单一的日本研究显然不如综合性的地域或国际范围的日本研究更加全面和

深入。

其三其三其三其三，，，，，其三，经经经经验验验验经验与教与教与教与教与教训训训训训并重并重并重并重，，，，，“““““厚今薄古厚今薄古厚今薄古厚今薄古”””””成成成成并重，“厚今薄古”成为为为为时时时时为时尚和潮流尚和潮流尚和潮流尚和潮流。。。。。尚和潮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学者在当代日本的研究中更加注重的是日本的现代化成功的经验的

话，那么，到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

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更加理智和客观，他们在全面地总结日本现代

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日本在现代化建设中失败的教训。比如，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不良债券问题, 泡沫经济问题等等。

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两个方面研究日本，显然增加了日本研究的客观

性。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直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的日本研

究学者纷纷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了当代日本研究。原来从事近现代史研

究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战后，原来从事战后历史或战后初期研究的学者更加注

重现实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种重视现状, “厚今薄古”的科研倾向。在这种情况

下，所谓“当代日本”研究更加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整体的学科研究水平不

断提高。应该指出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当代日本”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一大

背景下诞生的。

其四其四其四其四，，，，，非非非非其四，非专专专专业业业业专业日本研究人日本研究人日本研究人日本研究人日本研究人员员员员员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领领领领领域域域域。。。。。域。在上个世纪末以前

的当代日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由专门的日本研究人员完成的。他们

具有专业的日本知识，手中掌握着日本研究资料，大多具有日本留学和在日本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历，其研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

入，特别是为政府服务型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专业

知识缺乏和国情了解不足。比如，关于日本循环经济的研究，由于专业的日本

研究人员很少懂得循环经济的知识，所以他们的研究很难深入；再比如，关于

节能问题的研究，日本研究的专业学者虽然知道日本的节能技术非常先进，但

却不十分了解中国节能产业的整体情况，也很难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研究借

鉴。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国家部委或有关部门研究机构的学者介入了日本研

究，特别是介入了借鉴日本先进经验的研究。他们具有良好的本专业知识，对

国家的需要了如指掌，经过到日本的考察和了解, 查阅相关资料，很快就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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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研究的领域，并出版了一大批专业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研究成果。可

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大批非日本研究专业人员加入当代日本研究的

队伍，并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弥补了专业日本研究者的不足和

缺陷，起到了为当代日本研究锦上添花的作用。

关关关关关于第二个于第二个于第二个于第二个问问问问题题题题。。。。。于第二个问题。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总体水

平还不是很高，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研究队伍也不够稳定，随着老一辈学者

相继退出科研前沿，年轻的科研人员正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现代

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日益重要，政府和社会都对当

代日本研究具有强烈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日本研究学科具有良好的发

展基础和条件。那么，当代日本研究将会如何发展？如何才能够适应这种需求

呢？现结合中国对当代日本的研究情况，提出以下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应应应应应进进进进一一一一步步步步加加加加进一步加强强强强强学学学学学术术术术术研究与咨研究与咨研究与咨研究与咨研究与咨询询询询询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结结结结结合合合合。。。。。合。如前所述，中国的日本研

究历来有为现实服务的良好传统，“洋为中用”是中国政府历来所倡导的外国问

题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研究和借鉴日本的

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这是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当代日

本的研究人员更是责无旁贷。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日本研究人员不但要有关

于日本的专业知识，不但要做好当代日本的学术研究，努力提高学术水平，而

且还要用这种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中国

的当代日本研究学者，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需要什么，需要研究人员提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脱

离现实, 脱离实际，而脱离现实与实际的研究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第二，日本研究要进进进进进一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步与相与相与相与相与相关关关关专专专专业业业业关专业的研究相的研究相的研究相的研究相的研究相结结结结结合合合合。。。。。合。日本研究本身是一种综

合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涉及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如前所述，日本

研究人员不懂得循环经济的基本知识，就无法研究和借鉴日本先进的发展循环

经济的经验。专业知识缺乏既是中国日本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障碍，同时也是

前述大量非日本研究专业人员进入日本研究领域，并取得可喜成果的重要原

因。因此，广大日本研究人员应该具有一种紧迫感，在认真学习和掌握有关日

本的知识并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和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才能

够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才能够摆脱非专业的研究比专业的研究更专业的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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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当然，对于一名日本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讲，这确实是一道难题，毕竟我们

不可能成为多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但是，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根据专业知

识的掌握情况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从目前中国当代

日本研究学科的发展状况来看，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进一步增加对各种专业知

识的学习，当代日本研究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我们身边有许多好的课题，有

许多可以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的课题，可是我们承担不了，我们也不敢承

担，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谁先走

一步，谁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谁就可能占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学术领地。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日本研究要第三，日本研究要进进进进进一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步与国与国与国与国与国际际际际问问问问题题题题际问题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 , , , 地域地域地域地域研究, 地域问问问问题题题题问题研究相研究相研究相研究相研究相结结结结结合合合合。。。。。合。当前，随着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发展，单独研究日本是不可能深入的，许多问

题是无法解释的。曾经有人说过，美国一打喷涕，日本就得感冒。日本许多大

型企业有一半以上的资产在国外。日本政治受到国际政治的严重影响，日本经

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日本的外交, 日本的社会, 日本的文化，无不如此。

因此，研究当代日本，一定要关注美国, 欧洲, 东盟, 东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动

态。否则，就无法研究日本，无法深入研究日本。这就要求研究日本的学者，特

别是当代日本的研究人员，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台阶上，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时

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同时把日本放在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

之中去研究和探讨，如此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与变化。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要加要加要加要加第四，要加强强强强综综综综强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结结结结结合合合合。。。。。合。如前所述，从学科上讲，日本

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应该包括政治, 经济, 外交, 社会, 文化等方方面面。

但是，从学者个人来讲，我们只能研究某一方面，比如，政治或经济等等，甚至

是政治或经济当中的某一个小的问题或侧面。这样一来，就容易产生两种倾

向，一是过于综合，选择的是大而空的题目，既无法把握也不可能深入，既无

任何学术和现实意义，也为自己的能力所不及；另一种是过于拘泥于个案，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资料难找，无任何理论意义，其结果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

论，甚至可能会误入歧途。正确的方法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既要有过硬的

史料, 弄清楚史实，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能够准确地把握整体的政治经济形

势，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客观规律，用正确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得出正

确的结论和判断。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日本研究学界还是出版或发表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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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成果的，我们应该注意学习，深入思考，避免上述两种倾向的出现。

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既适合自己，又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

题，然后拿出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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